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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市场调整

基民该做什么

进入2022年， 市场的波动令不少基

民措手不及。 要不要赎回？ 该不该抄底？

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新老基民需要共同面

对的问题。在做决定之前，投资者其实应

该静下心来， 重新检视一下自己的基金

投资。

首先， 这样的调整在不在自己承受

范围内。 账户的缩水， 难免让人看了心

痛。 但想想在投资之初为自己设定的回

撤承受目标， 再想想之前自己是否曾经

历过类似的回撤， 有助于冷静看待当前

的回撤。

如果这样的回撤已经超出了设定

值，或者无法承受净值下跌的痛苦。那么

是时候考虑赎回偏股型基金了， 因为市

场的调整并不一定很快就结束， 基金净

值的继续缩水只会加剧持有的痛苦，无

法保证心态平和的后果， 往往是在最低

点赎回基金。简单来说，基民的风险承受

能力，决定了能否撑过收益低谷，迎来扭

亏为盈的一天。

当然， 如果用于投资基金的钱是闲

钱， 而且对市场未来一两年的走势依然

有信心， 那么应该保持一定偏股型基金

仓位。 毕竟市场目前还只是调整而不是

彻底走熊， 开年的第一个月也不代表全

年的走势。 近10年来，A股开年上涨与下

跌的几率几乎对等。 2012年、2014年、

2016年、2019年这四年，在新年的第一个

交易日都没能迎来“开门红” 。 实际上，

这四年出现全年下跌行情的只有2016

年。 2014年的一月也出现过连跌四个交

易日的情况，而那一年却是一个大牛市。

反观2018年，开年的第一个月红红火火，

但之后形势便急转直下，一路跌到年末。

不过，经历了连续三年的牛市，基民

切不可对2022年偏股型基金的收益有太

高预期。 很多基金经理判断，2022年的股

市投资难度可能比2021年还要大。 那些

风格激进、 集中押注某些赛道的基金，

2022年可能不是很好的选择。 诚然，如果

投资者有准确择时的能力， 这类基金不

失为投资利器， 组合的收益也肯定会更

高。 但扪心自问，大多数投资者可能都不

具备这样的能力。 如果持有的基金集中

在这类赛道型品种， 投资者需要考虑适

当分散投资，加大一些价值型、平衡型基

金的配置。采取均衡的组合配置方式，除

了避免收益的大起大落， 至少能让投资

者的心态更好一些。

其实，还有个问题无法回避。 如果赎

回基金，有没有更好的产品能够替代？ 随

着房地产投资时代的落幕， 在P2P遭清

理、信托不断爆雷，银行理财也不再刚兑

的大背景下， 公募基金凭借其规范、透

明、低门槛优势，已经被证明是更适合老

百姓的理财产品。

值得关注的是，2022年以来市场波

动加大 ， 给基金投顾和基金中基金

（FOF）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机会。 过去三

年，基金投资似乎是件容易的事情，“拿

住” 往往就能赚钱。 但在2022年，专业机

构有了展现资产配置能力的机会。 如果

通过有效的组合配置能获得更好的投资

体验， 相信投顾和FOF有机会获得更多

投资者的关注。


